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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 在古浪县南部山区旱地观察了不同种植方式对春小麦的影响。 结果表明， 全膜垄作穴播主要性
状表现好， 折合产量可达3 833.33 kg/hm2， 较露地条播增产1 734.85 kg/hm2， 增产率82.7%。 全膜覆土穴播折
合产量2 909.09 kg/hm2， 较露地条播增产38.6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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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小麦是古浪县传统主栽作物［1～2�］， 种植面
积常年保持在 0.8 万 hm2 左右， 总产量 3.7 万 t。
但南部山区由于降水量偏少， 且多集中在 7、 8、 9
月， 小麦产量低而不稳， 平均不足 1�500�kg/hm2，
比较效益低， 种植面积呈逐年下降的趋势。 因此，
开展自然降水高效利用技术以及高产、 稳产抗旱
集成栽培技术研究， 促进旱作农业区小麦大面积
均衡增产， 对促进粮食生产安全意义重大。 我们
于 2013 年开展了旱作春小麦种植方式试验， 旨在
为南部山区旱地小麦高产栽培提供参考。
1���材料与方法
1.1 供试材料

指示春小麦品种为陇春 8 号。
1.2 试验方法

试验设在古浪县黄羊川镇尚家沟村阳洼组，
当地海拔 2�424�m， 年降水量 260�mm 左右。 试验
地土层深厚， 质地疏松， 肥力中等， 土壤类型为
栗钙土， 前茬作物马铃薯。 采用单因素随机区组
设计， 共设 3 种种植方式处理， 处理 1 为全膜垄
作沟播， 垄宽 25�cm， 沟宽 30�cm， 垄高 10�cm，
行距 27.5�cm， 穴距 15�cm。 处理 2 为全膜覆土穴

播， 行距 20�cm， 穴距 15�cm。 处理 3 为露地条播
（CK）， 行距 20�cm。 播种量均为 40�kg/hm2， 小区
面积 13.2�m2， 3 次重复。 处理 1、 处理 2 于 3 月
25 日覆膜， 所有处理于 4 月 15 日播种。 播前结合
整地一次性基施尿素 450�kg/hm2、 普通过磷酸钙
750�kg/hm2、 硫酸钾 300�kg/hm2。 其余管理同当地
大田。 小麦生长期记载物候期， 分别与 4 月 15
日、 5 月 21 日、 6 月 24 日、 7 月 29 日、 8 月 11
日用水分速测仪测定 0～60�cm 土层土壤含水量，
每 20�cm 为 1 层， 共分 3 个土层取样， 3 次重复。
8 月 11 日收获， 各小区单收计产。
2���结果与分析
2.1 物候期

从表 1 可以看出， 小麦灌浆前， 覆膜处理的
物候期均较露地（CK）处理提前。 平作虽然能加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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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
物候期（月 /日） 全生育期

（d）播种 出苗 孕穗 抽穗 灌浆 成熟
1 15/4 2/5 22/6 26/6 18/7 11/8 118
2 15/4 3/5 16/6 24/6 16/7 7/8 114

3（CK） 15/4 9/5 26/6 1/7 18/7 7/8 114

表 1 不同处理的小麦物候期及生育期

41



甘肃农业科技 Gansu Agr. Sci. and Techn. No. 1 20152015 年 第 1 期甘肃农业科技

作物前期生育进程， 但灌浆期较对照短 2�d。 垄作
栽培小麦出苗快， 成熟期较对照推后了 4�d。
2.2 土壤含水量

从图 1 可以看出， 各处理生育期内 0～60�cm
土层的平均含水量变化趋势基本相同， 呈先减小
后增加趋势。 含水量由大到小依次为处理 1、 处理
2、 CK， 处理间差异明显， 说明全地面覆膜栽培能
最大限度地保蓄土壤水分。 其中平作覆膜虽具有
良好的保墒作用， 但不能有效地蓄积微小降水；
垄作覆膜则通过隆起的垄面， 将接纳的雨水富集
到垄沟， 能充分利用微小降水， 使雨水下渗到作
物根系周围， 明显改善了膜下墒情， 提高了小麦
生产的水分利用效率。 由于 6、 7 月份处于严重干
旱时期， 从 7 月 29 日所测含水量来看， 整个生育
期处理 1 的土壤含水量接近作物适宜生长的水分
下限 9%， 而处理 2、 CK 则远低于作物适宜生长的
水分下限。

2.3 主要性状
从表 2 可以看出， 小麦的株高、 穗长、 小穗

数、 穗粒数、 穗粒重、 千粒重均以处理 1 最好，
较 CK 株高增加 42�cm、 穗长长 2.58�cm、 小穗数多
6 个、 穗粒数多 26 粒、 穗粒重增加 1.34�g、 千粒
重增加 4.49�g。 处理 2 较 CK 株高增加 12�cm、 穗
长长 1.41�cm、 小穗数多 2 个、 穗粒数多 9 粒、 穗
粒重增加 0.27�g、 千粒重增加 1.80�g。
2.4 产量

从表 3 可以看出， 采用地膜覆盖栽培可显著
提高春小麦产量， 折合产量以处理 1 最高， 为

3�833.33�kg/hm2， 较 CK 增产 1�734.85�kg/hm2， 增产
率 82.7%。 处理 2 折合产量 2�909.09�kg/hm2， 较
CK 增产 810.61�kg/hm2， 增产率 38.6%。 对产量进
行方差分析， 表明不同处理间差异达显著水平。

3���小结与讨论
1） 古浪县南部山区旱地春小麦覆膜栽培后均较露
地条播显著增产， 其中全膜垄作穴播栽培的主要
性状表现良好， 折合产量可达 3�833.33�kg/hm2， 较
露地条播增产 1�734.85�kg/hm2， 增产率 82.7%。 全
膜覆土穴播折合产量 2�909.09�kg/hm2， 较露地条播
增产 38.6%。
2） 旱作春小麦实行全膜垄作栽培， 能充分利用微
小降水［3�］， 垄面将接纳的雨水富集到垄沟， 使 5�
mm 以下无效降水变为有效降水［4�］， 雨水下渗到作
物根系周围， 增加了土壤墒情， 提高了水分利用
效率， 穗粒数、 千粒重等经济性状均高于地膜平
作和露地栽培， 因而可以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产
量， 增产效果十分显著［5～8�］。
3） 全膜覆土穴播虽然能加快作物前期生育进程，
但灌浆期较对照短 2�d； 而全膜垄穴播小麦出苗
快， 成熟期较对照推迟了 4�d， 有利于高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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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 株高
（cm）

穗长
（cm）

小穗数
（个）

不孕小穗数
（个）

不孕小穗率
（%）

穗粒数
（粒）

穗粒重
（g）

千粒重
（g）

1 80 6.50 18 3 16.98 43 2.08 44.49
2 50 5.33 14 3 21.43 26 1.01 41.80

3（CK） 38 3.92 12 3 22.86 17 0.74 40.00

处理 小区产量
（kg/13.2�m2）

折合产量
（kg/hm2）

较对照增产
（kg/hm2）

增产率
（%）

1 5.06 3�833.33�a 1�734.85 82.7
2 3.84 2�909.09�b 810.61 38.6

3（CK） 2.77 2�098.48�c

表 2 不同处理的小麦产量构成因素

表 3 不同处理的小麦产量

图 1���不同处理 0～60�cm 土壤平均含水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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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浪县位于甘肃省西部， 河西走廊东端， 是
典型的旱作农业区。 海拔 2�307�cm， ≥10�℃的积
温 1�786�℃， 年平均气温 5.4�℃， 年降水量 250～
300�mm， 无霜期 120�d［1�］。 马铃薯是古浪县山区主
栽的优势作物［2�］。 由于品种自身特性、 地理环境
和气候条件的影响， 不同品种在不同种植区域，
其长势、 物候期及产量结果不同［3～4�］。 为筛选适宜
古浪县南部山区种植的优质马铃薯品种， 我们于
2010 年对 7 个马铃薯品种进行了比较试验， 现将
结果报道如下。
1���材料与方法
1.1 材料

参试马铃薯品种分别为陇薯 6 号、 陇薯 7 号、
青薯 9 号、 克星 6 号、 大西洋、 新大坪、 陇薯 3
号（CK）， 均由古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提供。
1.2 方法

试验在古浪县黄羊川镇尚家沟村进行， 当地
海拔 2�489�m， 年降水量 260�mm 左右， ≥10�℃的
积温 1�780�℃， 无霜期 115�d 左右。 试验地土层
深厚， 质地疏松， 肥力中等， 土壤类型为栗钙

土［5�］。 前茬作物为马铃薯。
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， 每品种为 1 小区， 3

次重复， 小区面积 16�m2。 采用全膜垄作栽培方
式， 3 月 20 日起垄覆膜， 垄高 13�cm， 垄底宽 60�
cm， 沟宽 40�cm， 地膜厚度 0.008�mm、 幅宽 120�
cm。 起垄覆膜前结合整地基施尿素 300�kg/hm2、 普
通过磷酸钙 750�kg/hm2、 硫酸钾 75�kg/hm2。 4 月 27
日垄侧穴播马铃薯， 保苗密度 45�000 株 /hm2， 田
间管理措施同当地大田。 生长期观察记载物候期
及主要性状， 9 月 29 日收获时每小区随机抽取 10
株进行考种， 按小区单收计产。
2���结果与分析
2.1 生育期

从表 1 可以看出， 参试马铃薯品种在无霜期
较短的古浪县南部山区， 霜冻前均能正常成熟。
生育期为 135～155�d， 除陇薯 7 号与对照品种陇
薯 3 号相同， 均为 155�d， 其余品种均较对照生育
期短， 其中以大西洋和克星 6 号生育期最短， 为
135�d， 较对照早 20�d 成熟， 新大坪、 青薯 9 号、
陇薯 6 号分别较对照早 14、 9、 2�d 成熟。

摘要： 在古浪县高海拔南部山区旱地全膜垄作栽培条件下， 对7个马铃薯品种进行品比试验， 结果表明， 7
个参试马铃薯品种在霜冻前均能正常成熟， 以陇薯6号综合性状表现较好， 产量最高， 折合产量为16 125.0 kg/
hm2， 较对照品种陇薯3号增产1 687.5 kg/hm2， 增产率为11.7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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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个马铃薯品种在古浪县高海拔山区旱地品比
试验初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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